


2008全國爹山研討含
2008 Taiwan Mountaineering Conference

【2008全國登山研討會】議程配當表

第一天(2008/11/14 ,週五)

10:30-11:00 報到、請於Il:00起按時入場 

11:15-11:30 開幕式、長官致詞 

11:30-12:00 A.近五年登山研討會議題及主題回顧(大會影音實料) 

B.健康登山活力臺漕一教育部推動各級學校登山人口倍增計晝 

12:00-13‥00 午餐 

13:00-14:30 【國際專題演講一】全球登山輿環境教育的前瞻視野 

14:30-14‥40 休息、換揚時間 

14:40-16:10 

Al本土登山畢輿登山教育之建構 Bl山野教甫輿學校本位課程統整 

引言+論文報告3篇 引言+論文報告3篇 

深度研討 深度研討 

16‥10′-16:30 休息、茶敘時間 

16:30-18:00 

A2公部門登山服務管理教育宣導 B2登山課程教荸之行動研究個案 

引言+專題4-5篇 引言+論文報告3篇 

深度研討 深度研討 

18:30-20:30 晚餐與交流聯誼時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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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全國登山斫討含
2008 Tdiwan Mountaineermg Conference

【2008全國登山研討會】議程配當表

第二天(2008/11/15 ,週六)

06:30-07:30 【晨光時間】捎來步道巡禮(O型登山自然步道,約50分鐘步程) 

07:30′一08:10 活力早餐 

08‥10-08:30 報到、簽到 

08:30-10:00 【國際專題演講二】圃際登山戶外教育赳勢及其對青少年的影簪 

10:00-10:20 【國內專題報告】台漕推動登山學校與登山博物館的努力綞臉 

10:20′-10:40 茶敘、換場時闆 

10:40-12:10 

A3登山安全觀念與瞽療救助★務 B3各級畢校登山教育囤境與出路 

引言+論文報告3篇 引言+論文報告3篇 

深度研討 深度研討 

12:10-13:10 午餐、休息 

13‥10-14:40 

A4登山專業人員培訓其支援系統 B4登山知識技鰓分級輿裝備選用 

引言+論文報告3篤 引言+論文報告3篇 

深度研討 深度研討 

14:40-14:50 休息、換場時聞 

14:50-15:30 各苒次結論報告(各5分鐘)(司長主持、各場次主持人報告) 

15:30-16:00 綜合討論輿結論(與會貴賓與司長共同主持、各組召集人列席臺上) 

16:00-16:10 閉幕式與交接(體委會明年辦理) 

16:10-16:30、 散會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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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全國登山研討會

《山石一所學投′ 20俯登山教弁行踢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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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8全國登山研討含
2008 Thiwan Mountaineermg Conference

編 序

國內有許許多多登山的人口,但與「山」有關、與「登山」有關的論述卻相當貧乏。

過往在與「登山」有關的知識交流與研討中,除了登山團體的內部講習、研習與教育訓

練外,跨社團與跨領域的登山研討相當少。到目前為止,只有民間辦理了12屆的「全

國大專院校登山運動研討會」 ,不過礙於大專院校登山人口的銳減,業已被迫明年起恐

將停辦;此外,則是由國家公園官方主辦過五次的「國家公園登山研討會」 ,而後擴展

為「全國登山研討會.而成為民間與政府各機關整合性的登山研討、交流機會。

研討會籌備過程

今年(2008)的「全國研討會」輪到教育部主辦,經公開徵選後委託「臺灣山岳文教

協會」規劃辦理研討會,期間教育部曾與政府各機關代表、學者專家和民間組織等召開

過幾次籌備會,將此次研討會主軸為(山是一所畢校: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)以朝向設

立「臺灣登山學校.與推動「各級學校登山教育」為目標。從籌備階段開始,我們即以

嚴謹的態度努力辦好這次的登山研討會。

而在(山是一所學校: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)的核心精神下,大會原本安排三場國

際專家講演,第一位是邀請日本的田部井淳子,她是第一位登珠木朗瑪峰的女性,除登

山之際,也投入山區的自然保育,她與我們分享「國際登山環境教育組識介紹-

HIMALAYAN ADVENTURE TRUST OF JAPAN(HATJ) 」經驗;另一位則是邀請法國青

年體育部登山教育負責人靴培e脈鳩先生,目前被派駐在中國成都,受託負責規劃四

川的旅遊業與登山學校,他所報告的「聖母峰與阿爾卑斯山區旅遊文化之歷史過程及演

變」 ,即是絕佳的全球視野的經驗。

此外,此次邀請的西藏登山學校尼瑪校長,因為臨時被調派擔任西藏登山隊隊長’

必須立即交接;即便我們多方奔走努力,其上級領導依然沒有首肯放行。萬事皆備的卻

如然颳起西北風,打亂了我們計畫的安排。而當確認尼瑪校長無法成行,在不到￣週的

時間內我們也積極聯繫韓國的登山學校校長,希望能替補這個角色,卻也因為太過倉促

而無法接受邀請o希望未來還有機會邀請到這些國際傑出的登山教育工作者來台!

期待推動本土登山教育

今年作為登山教育行動年,若回歸教育本質,在「建構本土登山學」的研討主軸下’

不論是本土登山學的核心知識技能,或課程與教學活動,我們都覺得登山不該只是「社

會人士」或中、老年人的健身活動,而應該嘗試連結各級學校、政府各級機關、各類型

的登山或環境生態人文等社團,讓登山成為一種全民運動與全民教育,才不枉費￣台灣」

這塊美麗的寶島,賜給我們如此優美的大自然環境與豐富的生態、人文苒色=

也因此儘管各級學校幾乎沒有「登山教育」相關的課程與教學活聱,委年二努力找

尋、邀請各級學校有推動過「山野活動」課程與教學的教育工作者,鼕黃一養羊三芟來

vI■山是一所學校‥ 2008登山教育行動年



編序

分享、探討登山教育的困境與行動經驗。不論國小、國中、高中、大學,我們都努力找

尋有具體經驗的教學現場工作者,希望他們現身說法,可以為大家帶來耳目一新的經驗。

當然,我們更期待能看到真正結合「九年一貫課程」與「學校本位」教育的山野課

程,以及這些課程與各領域分科教育的關係。只可惜,我們並沒有挖掘到令人讚嘆、驚

豔的行動。但我們仍期待末來在各級學校和各機關、各團體等,都能落實登山教育的本

土化,既提升登山安全,也能孕育土地情感、培養家鄉意識和文化守護的行動力。

不論如何,登山對於資優班的啟發、對中輟生的關懷學習、對一般生的勇氣與專注

力的培養,都可以在「合作學習」中找到協力互助的刺激因子;這些相關的行動經驗分

享,相信可以讓更多愛山與投入山的教育工作者,相濡以沫地進行批判、分享與知識的

增長。

稿源及編輯過程

事實上,研討會的重心,始終是研討的主題與內容;因此大會一開始便希望透過與

登山有關的學者、專家等,提供他們的研究、經驗、觀點等心得報告,拋磚引玉,來豐

富國人的登山視野。而為了網羅更多優秀的人才,分享研究心得與精闢觀點,大會透過

公開「徵稿」的過程,以及對特殊領域學有專精者的「邀稿」過程,來提供更多元、豐

富的優質論文或專文。

受限於研討會的議程及論壇性質,我們並不希望只有臺上的報告,論文集的內容與

品質,便是前置作業中最重要的部份。因此,我們儘可能地催逼所有的報告人,依照論

文與專文的寫作格式規範,來提供完整文章。最後,終於我們彙編成這本論文集,包括‥

一、 「本土登山學與登山教育之建構」的3篇論文;二、 「山野教育與學校本位課程統整」

的3篇論文專文;三、 「公部門登山服務管理教育宣導」的4篇論文專文;四、 「登山課

程教學之行動研究個案」的3篇論文專文,五、 「登山安全觀念與醫療救助實務」的3

篇論文專文;六、 「各級學校登山教育困境與出路」的3篇論文專文;七、 「登山專業人

員培訓與支援系統」的3篇論文;八、 「登山知識技能分級與裝備選用」的3篇論文等。

在此,特別感謝遠地來的國際貴賓、所有論文與專文的發表人,以及兩個專題等報

告提供者,若非您們在百忙之中仍慷慨地撥冗配合,接受我們嚴苛而挑剔的壓榨,產出

這些文本,也無法順利編印出此論文集。而在倉促的編輯時間中,本論文集若有編輯瑕

疵、錯漏或脫誤,責任自然屬於編輯室;編輯群在此謹向該文作者與讀者們致上最大的

歉意。

最後,感謝所有的與會者和讀者不吝指正;並企盼各位藉著這些文本,在研討會中

勇於向作者提出您的質疑與挑戰,分享不同見解與觀點,以營造更多元激盪的對話、分

享空間,如同台灣的山所具備的包容與繽紛的生命樣態,大家一起來豐富此次研討會的

實質內容!

〈2008全困登山研討會)計畫土持人 腺永籠

論丈集土編∵鄹妾肺∵謹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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